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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914 年北洋政府在川边设立镇守使，1914 ～ 1925 年先后有四位镇

守使主政川边，刘锐恒是第二任川边镇守使。他在任期间对川边采取了若干治

理措施，如善后“陈步三兵变”事件、整编军队、整治田赋征收积弊、设立收

支课员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川边稳定。然而，1915 年底护国运动爆发，不

久西南军阀在川内混战，刘锐恒倾向袁世凯政府，1916 年滇军据川后刘锐恒被

迫离职。由于其在川边主政仅一年，各项治康措施来不及完全付诸实施，再加

上川内局势不稳、边地欠饷、交通梗阻等因素的制约，刘锐恒在任期间川边治

理的整体成效并不显著。

关键词: 川边镇守使 刘锐恒 康区

关于川边镇守使的研究，目前学界关注较少。① 刘锐恒是第二任川

边镇守使，学界尚无专门探讨川边镇守使刘锐恒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在

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试图梳理刘锐

恒出任川边镇守使过程和治理康区②的措施，以及离职经过，并分析刘锐

恒治理康区的困难，以加深对川边镇守使的认识，升华对民国康藏人物的

研究。

*

①

②

本文系 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从张毅到陈遐龄: 川边镇守使

治理康区之研究” ( 项目号: 19YJC850012) 阶段性成果。
主要成果有: 拙文《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治边研究》 ( 《青海民族研究》2018 年第 4 期) 、
《1916 － 1917 年殷承 出任川边镇守使及其治边探析》 ( 《西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 ，分

别论述了陈遐龄、殷承 出任川边镇守使的过程，及其治边措施和困难; 拙文《民国时期

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 年第 2 期) ，涉及刘锐恒的治边活

动，但其所占篇幅短小，内容简略，有待深化。
本文康区是行政区划概念，民初又叫“川边”，“康藏”，主要指当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

昌都市所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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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锐恒出任川边镇守使

刘锐恒，字春霆，清末民初四川重庆府涪州人。① 卒年不详。关于其出

生日期，据 1884 年的 《申报》记载: “补用参将刘锐恒现年三十五岁，四

川涪州人。”② 可推测其出生于 1849 年。刘锐恒年少家境贫困，1864 年以武

童身份投军，转战川、黔、滇，陆续升任把总、千总、守备、游击、参将、

总兵。1907 年云贵总督锡良向清廷举荐刘锐恒为云南提督，认为其 “卓著

勤劳，才具器识，皆有可观”③。1911 年 3 月刘锐恒正式被清廷任命为云南

提督，④ 辛亥革命后回川，年逾六十，先后任川东团练、建昌汉军前五营

统领。
1914 年 9 月康南乡城发生“陈步三兵变”事件，营长陈步三因故兵变，

杀死旅长嵇廉及继任营长许幼文，打死旅部官佐 19 人。⑤ 首任川边镇守使

张毅指挥战术出现失误，军事围剿不成功。1915 年 2 月陈步三率领叛军串

扰康南数县后，直扑炉城，炉城被洗劫，商户损失严重，张毅等人逃至泸

定桥。3 月 25 日陈步三在犍为县被捕，被押至乐山县就地正法，历时半年

之久的“陈步三兵变”始平。张毅因应对不力被免职，1915 年 4 月 30 日大

总统袁世凯任命刘锐恒署川边镇守使。⑥

为何刘锐恒能出任川边镇守使? 刘锐恒的任职离不开袁世凯的心腹陈

宧和胡景伊的推荐。《当代名人小传 2》认为: “陈宧素知锐恒能，荐授川边

镇守使。”⑦ 陈宧，湖北安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4 年被四川总

督锡良升任新军统领兼四川武备学堂总办。1907 年锡良任云贵总督，陈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见《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京报全录》，《申报》1884 年 3 月 6 日，第 9 版; 还有人说其为

南川人，见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 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 80 ) ，文海出版社，

1986，第 48 页; 另有人说其为四川乐山人，见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第 8 卷，张羽新编

《民国藏事史料汇编》 ( 第 20 册) ，学苑出版社，2005，第 136 页。
见《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京报全录》，《申报》1884 年 3 月 6 日，第 9 版。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1959，第721 页。
《上谕》，《申报》1911 年 4 月 1 日，第 3 版。
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第 171 页。
《大总统策令》，《政府公报》1915 年第 1070 期。
沃丘仲子: 《当代名人小传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80) ，文海出版社，1986，第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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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往，任新军第十九镇 ( 师) 第三十七协协统，此时刘锐恒任临元镇总兵，

陈宧是锡良的得力助手，而刘锐恒深得锡良器重，直到 1909 年锡良调任东

三省总督，陈宧再次跟随。陈宧在云南期间或许逐渐了解刘锐恒的才能，

也有可能两人就此相识。川边镇守使由四川都督节制，第一任川边镇守使

张毅由四川都督胡景伊举荐，张毅下台后，按例由四川都督 ( 后改为将军)

再举荐合适人选。1915 年初成武将军胡景伊逐渐失势，不能取得袁世凯的

信任，“胡在四川不得人心，既统治不了四川，更震慑不住西南”①。袁世凯

为推行帝制做准备，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并震慑滇黔，于 1915 年 2 月 2 日

任命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陈宦于 5 月 1 日任署四川巡按使，6 月 22

日任署四川巡按使兼行督理四川军务，全面掌管四川军政大权，胡景伊被

调离四川，赴京任职。在张毅离职时，四川有两位将军胡景伊和陈宧联合

主政。除了陈宧“素知”刘锐恒以外，胡景伊对刘锐恒的态度如何?

早在张毅下台前，刘锐恒就有觐见大总统的恳求，希望得到重用，继

续为北洋政府效力。1914 年 11 月刘锐恒晋升陆军中将，② 按 《觐见条例》，

需要赴京觐见大总统。不久，四川将军胡景伊向袁世凯转呈刘锐恒的请求

并加以推荐，呈文中提到: “据前四川汉军统领、陆军中将刘锐恒详称，拟

恳赴京觐见，恪展下忱，勉效驰驱，力图报称; 该中将战功卓著，昔督师

于南诏，今振旅于西川梓桑; 现虽年逾六旬，尚属才堪大任，志在千里;

大总统储材御侮，捬髀思求，夫良将李牧犹存，时马援未老，倘蒙察核录

用，俯赐考询，实于军政前途不无裨益。”③ 1915 年 2 月 19 日大总统批示，

准予刘锐恒觐见。④ 呈文中显示刘锐恒此时不再担任建昌统领，胡景伊充分

肯定了刘锐恒的才干，竭力称赞，认为可察核录用。1915 年初刘锐恒正在

“谋职”，刚好遇到张毅因 “陈步三兵变”被撤职，又先后得到胡景伊和陈

宧的举荐，再加上具备西南治军的丰富经验，担任川边镇守使也就合乎情

理了。6 月 12 日署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到任。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宣伟: 《护国运动的故事》，巴蜀书社，2005，第 2 ～ 3 页。
《大总统策令》，《申报》1914 年 11 月 10 日，第 2 版。
《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胡景伊呈陆军中将刘锐恒感荷恩遇吁恳入觐转陈请训示文并批

令》，《政府公报》1915 年第 1003 号。
《大总统批令》，《政府公报》1915 年第 1000 期。
《署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呈克复炉城肃清全边妥办善后先后剿匪出力文武各员拟请照章给奖

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6 年第 9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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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刘锐恒在任时的治康措施

( 一) 善后 “陈步三兵变”事件

刘锐恒到任后，筹办善后 “陈步三兵变”事件。首先，采取剿抚兼施

的办法，经过数月，“汉夷各匪 ( 参与陈步三兵变) ，缴械投诚者半，擒斩

星散者半，全边二十七属县 ( 含九龙、丹巴) 已一律肃清”①; 其次，派川

边陆军驻防乡城，维持治安，对炉城困难的商户加以体恤，“关中市面渐有

生机”②，因义敦县东龚等十三村土兵六十三名，在陈步三叛乱期间不附和，

自愿出力随军向导，免其一年粮租和差徭若干; ③ 再次，修复被毁寺院，传

谕设法召回川边各县逃亡喇嘛，饬发白话告示招抚逃民。④

最后，1916 年刘锐恒还对克复炉城的川边军队和文官人员照章给奖，

或授予官秩，以示激励。如授予孙绍骞三等文虎章，⑤ 川边陆军第一旅旅部

少校副官康明良、边军第十一营营长傅青云等 5 人一等金色奖章，川边第一

团团附陆军步兵少校护荫先等 5 人五等文虎章，川边边军统部中尉副官彭斗

胜等 10 人六等文虎章，川边镇守使署军医课课员杨德基等 8 人七等文虎章，

以及 4 人八等文虎章，⑥ 川边甘孜县知事王宝藩等人少大夫，稻城县知事胡

存琮、署雅江县知事王腾芳等上士，川边镇守使署军务处曾锡金等人上士

加少大夫衔。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署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呈克复炉城肃清全边妥办善后先后剿匪出力文武各员拟请照章给奖

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6 年第 90 期。
《殷承 退后之川边泪》，《申报》1917 年 12 月 18 日，第 7 版。
《咨川边镇守使义敦县属东龚等村土兵应免粮租差徭若干请饬查明造册送部核办文》，《税

务月刊》1916 年第 3 卷第 30 期。
甘孜州馆 － 2 － 35 － 28，四川省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

案史料目录》，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第 98 页。
《策令》，《大中华杂志》1916 年第 2 卷第 6 期。
《陆军部呈遵核川边军队克复炉城案内人员请给勋奖各章文并批令 ( 附单) 》，《政府公报》
1916 年第 133 期。
《国务卿呈据铨叙局详称遵核川边镇守使署军用文职暨克复炉城案内劳绩人员资格请予分

别授官文并批令 ( 附单二) 》，《政府公报》1916 年第 1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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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整编军队

川边军队分为陆军和边军，1915 年刘锐恒以周炯伯为参谋长，管军务;

将前任川边镇守使张毅陆军九团、十一团等残部与预备团合编成第一旅，

因陈遐龄在平叛 “陈步三兵变”中的积极表现，刘锐恒辞去旅长，将独立

团团长陈遐龄晋升为川边陆军第一旅旅长，陈遐龄驻雅安; 委任王泽春为

第一团团长，驻防理化、定乡、稻城，维持康南稳定; 时年秋，王泽春被

撤职，以康明良参军升任团长，驻理塘 ( 理化) ，以朱森林为第二团团长，

姚占鳌为护卫营营长; ① 彭日升由边军帮统升任统领，本应调换防地，刘锐

恒鉴于饷项支绌，劳师费财，仍以彭日升驻昌都; ② 以杜培祺为边军帮统，

驻地由巴塘变为炉城; 以刘赞廷仍为边军分统，驻地由宁静变为巴安，③ 并

加二等文虎章，晋升陆军中将。④

川边军队整编后分为川边陆军第一旅，下辖两个团，两团各分辖三营，

统一军制，便于管理。川边防地千里，分段驻扎，鞭长莫及，边军分为三

统，共有十一个营，各统就近节制，以便统属，收效匪浅。帮统领 4 营、正

统领 5 营 ( 含陆军第一营驻类乌齐) 、分统领 3 营，划分防御区域，“准其

士兵无事开垦为己有”⑤。

( 三) 整治田赋征收积弊

清末时期川边田赋以实物征收，民初川边各县征收粮石，用于拨充军

粮。川边土地贫瘠，旱涝霜雹无岁不有，连年荒歉，受灾地区准予折征

( 即货币支付) ，不肖知事从中渔利， “或勒折重价，或擅卖官粮，以饱私

囊，军民两困”⑥。刘锐恒上任后，于 1915 年 11 月 1 日实行川边征粮办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第 99 页。
吕国璋: 《道孚公牍》，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 上) ，

巴蜀书社，2006，第 252 ～ 253 页。
陈启图: 《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载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 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第 210 页。
刘赞廷: 《三十年游藏记》 ( 卷八)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1，第 31 页。
刘赞廷: 《三十年游藏记》 ( 卷八)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1，第 31 页。
《刘锐恒陈述所拟川边征粮办法电》，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 ( 1912 ～ 1916) ，天津人民

出版社，1987，第 510 ～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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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向来征收本色 ( 即实物) 各县知事违章勒逼折征及盗仓擅卖之弊，而

对于向来折征康定、泸定等县，仍饬照旧折征，以免纷更而期尽善。”①

为了进一步规范田赋征收秩序，革除积弊，1916 年 4 月 21 日川边财政

分厅对田赋征收拟定了 《川边征收田赋暂行章程》，② 主要内容有:

一、川边田赋以上地下种一斗，征粮一斗二升，中地下种一斗，

征粮一斗，下地下种一斗，征粮八升; 二、地粮概征本色，不得折征;

三、地粮如遇荒欠或他项情事，详准征收折色; 四、地粮折征官价:

青稞、小麦、豌豆、玉麦每斗折征藏元 2 元，大麦每斗折征藏元 1 元 2

咀，荞麦、粟米、元根每斗折征藏元 1 元; 五、川边征粮概以旧定 30

斤官斗量收，平量平收，不得尖斗浮收，违者重究; 六、征粮系照旧

章，就县治官仓上纳，如有任便存储，一经失事，经征官除惩戒外，

照数赔偿; 七、征收地粮每年开征，自本年阴历七月初一起，至次年

四月底止，一律扫数完征; 八、各属田赋，地方官完全负征收之责，

各属公署，设征收一科，经营征收事宜，各属辖地分为数区、数路，

每区照章设保正一名，除督催调乌拉及公差事宜外，兼有催收本路粮

税之责，每路分若干村，每村设村长一名，经营户口粮税事宜; 九、

川边征粮最重，如遇荒欠，派员勘验，予以减免; 十、各属粮税，以

保正催收各路，以村长催收各村，除照章得领薪水口食外，不得私向

民间需索分文，违者严办。③

( 四) 设立收支课员

1914 年 9 月川边财政分厅成立，前分厅厅长张毅准备整饬财政，未经

就绪，因“陈步三兵变”，军务缠绕，川边财政愈乱。川边知事每因军事缘

故轻易更换，档案文件交替时，轻率地称零落不全。当催促各县收支书册

①

②

③

《刘锐恒陈述所拟川边征粮办法电》，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 ( 1912 ～ 1916) ，天津人民

出版社，1987，第 510 ～ 512 页。
四川民族调查组: 《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康藏区档案资料》 ( 第二分册) ，1963，

第 51 ～ 56 页。
《川边征收田赋暂行章程》，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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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属官吏“或藉口于转运之不遑，或诿过于邮便之遗失，或一经驳饬，

不再声明”①。如理化县知事蒋凤祺，自 1913 年 12 月到任起，至 1915 年 8

月交卸止，任内银粮报销月册未详细呈报，新旧知事相互推诿。又察雅县

卸任知事杨煜，已隔一年，任内报销未经造送，督责新任知事，以未经交

接，无案可稽为词。②

刘锐恒在任期间，川边财政分厅厅长向财政部呈请 《整理川边财政详

文》，拟在每县设收支一课课员，严核收支严为限制，须廉洁干练之人充

任，征收成绩昭著者为合格，财政分厅主管该课事务，加饬委任。凡关于

粮税征收，政府支付，造报各项书册表单，知事和课员分别负责，如有违

误，同受处分。另外，民国以来对知事有保奖者，无课员获得荐章，拟仿

照清末在边人员，年终保荐课员奖励。1916 年 1 月 13 日财政部作了批示，

川边各属收支课员委任规则尚属妥协，应准备案，至该项人员奖惩办法，

规则中已经规定，所请援照年终例保优予奖励之处，应毋庸议。③ 这样川边

财政分厅责成专人办理川边收支，清理粮税，整顿新税，川边财政有一定

好转。

( 五) 其他

民国以来，川边设立二十五县，④ 所用知事，多未符合资格，也未按期

呈报。刘锐恒到任后，注意考察各县知事，对于贤能者多方奖励，对于不

肖者，分别撤职惩办。委署人员，选择资格较优、经验丰富、才识明通、

廉洁为公者，乃敢委任。半年以后，全边吏治，日有起色。⑤

民初边军和陆军分驻康东康西，边军长久在关外戍卫，曾跟从赵尔丰

作战，陆军为民国后新调驻防部队。边军认为陆军懦弱，陆军受过教育，

①

②

③

④

⑤

吕国璋: 《道孚公牍》，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 上) ，

巴蜀书社，2006，第 250 页。
吕国璋: 《道孚公牍》，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 上) ，

巴蜀书社，2006，第 250 页。
《批川边财政分厅所拟川边各属收支人员委任规则尚属妥协应准备案文》， 《税务月刊》
1916 年第 3 卷第 27 期。
另有丹巴、九龙分别置设治委员，尚未成县，1926 年分别定名为丹巴县、九龙县。
吕国璋: 《道孚公牍》，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 上) ，

巴蜀书社，2006，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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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边军野蛮。两军发生龃龉，屡次冲突，长官有意纵容。1916 年刘锐恒

对此发布禁令: “该管长官，务各严约所部士兵，不准出外游荡生事。倘敢

故违，再发现打降情事，无论有理与否，两方面直接连排长，均予撤差严

办。营长以上记过，以为纵容兵丁者戒。本使言出法随，绝不姑宽，凛之

毋忽。”①

1915 年 8 月刘锐恒向教育部提交川边学务规划，拟定八条办法，如

“筹备学堂，先小学再进中学，师资注重言文，就地取材; 设劝学员，令劝

导入学，督责知事，以兴学成效以及派员视察以验成绩; 川边与内地不同，

因地制宜，变通学科及修业年限; 豁免差徭以劝来学，尤为开通风气等”②。
9 月教育部对此批复，认为川边镇守使规划精详，然而中央和本部政费不

足，望川边镇守使设法逐渐开展。③

三 刘锐恒离职经过

有些著作误以为 1916 年康定发生的 “傅青云叛乱”事件，导致了川边

镇守使刘锐恒被撤职。如《西康史拾遗》记述: “民国五年驻守康定的边军

第一营营长傅青云率部哗变，大肆抢劫，全城商民无一幸免……刘锐恒也

因此被撤职”④;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记述: “由于驻康定边军第一营

营长傅青云率部哗变，大肆抢劫，北洋政府撤去刘锐恒之职，以殷承 继任

川边镇守使。”⑤ 实际上，炉城 ( 康定) “傅青云叛乱”事件发生于 1916 年

8 月 31 日，⑥ 而 8 月 13 日刘锐恒已被开缺。⑦ 真正导致刘锐恒离职的原因是

护国运动，《边藏风土记》记载: “适滇黔军入川，刘锐恒不安于其位，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吕国璋: 《道孚公牍》，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 上) ，

巴蜀书社，2006，第 256 页。
《咨复川边镇守使拨款一节难以照办文》，《教育公报》1915 年第 2455 期。
《咨复川边镇守使拨款一节难以照办文》，《教育公报》1915 年第 2455 期。
冯有志: 《西康史拾遗》 ( 全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1994，

第 78 页。
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第 99 页。
《纪炉城兵变事》，《浙江兵事杂志》1916 年第 30 期。
《命令》，《申报》1916 年 8 月 1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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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辞职。”①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伪造民意，准备称帝，并改年号为 “洪宪”。12 月

25 日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

护国战争开始。护国军设三军: 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统军主攻四川; 李

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攻广东、广西; 云南都督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

留守昆明。不久，戴戡任护国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率北路黔军入川，四

川成为护国战争的主战场。1916 年 1 月袁世凯调遣北洋军入川，联合四川

将军陈宧北洋军和附袁川军，共同对护国军作战。3 月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大

举反攻，北洋军和附袁川军溃败，全国军事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3 月 15

日广西宣布独立，各地反帝呼声日益高涨，北洋集团内部矛盾加剧。3 月 22

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 “洪宪”年号。四川将军陈宧在蔡锷等

将领的敦促下，于 3 月 31 日与护国军停战议和。陈宧迫于全国反袁大势，

于 5 月 22 日宣布四川独立。5 月 24 日袁世凯任命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周骏为

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陈宧于 6 月 26 日退离成都，由北道出川。

刘锐恒的政治立场与四川将军陈宧保持一致，二人一直服从于袁世凯

政府，直到 1916 年 5 月刘锐恒才被迫宣告独立。如 1915 年 11 月 7 日刘锐

恒在康定镇守使署内初选川边国民代表，川边 25 县共选出甲宜斋、刘赞廷、

张毅、陈遐龄等 25 人，这些代表于 14 日又举行了决定国体投票，一致赞成

君主立宪。② 1916 年 1 月 3 日和 13 日刘锐恒两次向中央发电文，内称: “川

边国民代表请刘锐恒代奏，吁恳大皇帝早登大宝，以定人心。”③ 川边毗连

滇境，护国战争期间时有滇军密派人员赴川边各县策动兵变，刘锐恒下令

各军严密防范滇军，并向成武将军陈宧汇报防范情形。④ 3 月护国运动形势

发生转变，4 月陈宧致电蔡锷决定日内宣布独立，⑤ 4 月 29、30 日刘锐恒两

①

②

③

④

⑤

查骞: 《边藏风土记》 ( 卷三)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第 15 页。
张仲雷: 《陈宧在四川所制造的决定国体投票》，湖北省安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陈宧研究资料》，1987，第 64 ～ 66 页。
《打箭炉刘锐恒代电奏》 ( 1 月 6 日) ，《政府公报》1916 年第 15 期; 《川边镇守使刘锐恒电

奏》 ( 1 月 13 日) ，《政府公报》1916 年第 12 期。
《刘锐恒致政事堂等电》 ( 1916 年 3 月 20 日) ，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

局，1984，第 436 页。
《蔡锷为促陈宧宣布独立请饬刘云峰率部赴叙府密电》 ( 1916 年 4 月 20 日) ，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 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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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致电陈宧请示独立及确定日期。① 5 月 3 日陈宧电恳大总统退位，5 月 8

日刘锐恒也电请袁世凯退位和善后事宜。② 1916 年 5 月 21 日刘锐恒见袁世

凯大势已去，宣告独立，陈宧数次发电调刘锐恒回成都，“筹商要政，并领

边饷”③。刘锐恒将川边防务部署周密后，6 月率三连士兵，兼程赴川省。

刘锐恒到达成都时，陈宧已经离开，正值四川督军交替时期，刘锐恒在成

都候饷。7 月 6 日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 月 25 日周骏

败退南充，经巴中、城口出川。7 月 29 日蔡锷率部进驻成都，护国战争结

束。④ 显然，滇黔军据川后，蔡锷全面接管四川和川边的军政大权，刘锐恒

为附袁派，再加上陈宧退离四川，刘锐恒失去政治依靠，只能“辞职”。

蔡锷进入成都后，因喉疾需尽快赴日就医，“8 月 2 日他下令公署内日

行寻常事件准由罗佩金代行，戴戡会办四川军务，越数日重庆镇守使王陵

基免职，以熊克武继之，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开缺以殷承 继之”⑤。可以看

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使得川边、四川的主要军政大权仍掌握在滇军首领手

中。8 月 9 日蔡锷离开成都，8 月 13 日大总统令刘锐恒正式开缺来京，另候

任用。⑥ 此时殷承 虽已被任命为川边镇守使，但还没有去康定赴任，刘锐

恒还未将镇守使关防交与殷承 ，8 月 31 日晚炉城因欠饷问题发生了 “傅

青云叛乱”事件。9 月 1 日刘锐恒将川边镇守使篆务交殷承 接任。⑦

四 刘锐恒治康的困难

( 一) 川内局势不稳

护国运动期间滇、黔、川军在川内上演军阀混战，川内局势不稳，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四川宣布独立前之状况》，《申报》1916 年 6 月 8 日，第 6 版。
《刘锐恒关于袁世凯退位善后事宜通电》 ( 1916 年 5 月 8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

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政治》，凤凰出版社，1991，第 1125 页。
《刘锐恒致大总统等密电》 ( 9 月 3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 军事》，凤凰出版社，1991，第 884 ～ 886 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 140 页。
《时事日记》 ( 八月二日) ，《大中华杂志》1916 年第 2 卷第 9 期。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6 年第 220 期。
《关于殷承瓛继刘锐恒为川边镇守使令文电》 ( 9 月 3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

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军事》，凤凰出版社，1991，第 884 ～ 8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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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川边。1916 年初滇军渗透川边，煽动士兵哗变，据川边陆军第一旅第一

团团长王有恩详报: “该团驻防理化县属莫拉之二营士兵朱明山、陈谟、袁

学恕等借词欠饷缺粮，造谣煽各营，图谋戕官抢械，叛逃投附滇逆，约期

起事”①，团长王有恩于 2 月 16 日将这些人侦查拿获，并按照军法分别惩

办; 又据边军第八营营长古锡钧、巴安县知事马昌骥呈报: “驻防巴安士兵

苏安邦等被乱党曾炳南等煽惑，借词欠饷缺粮，造谣煽惑各营，图谋戕官

抢械，叛乱响应滇逆，已举伪代表各职，约定 2 月 27 日夜起事。经该营营

长、知事先期侦确，将叛兵苏安邦、乱党曾炳南等严密拿获，讯供不讳，

饬照军法分别惩办各在案。”② 另外，川边军饷由川内接济，川内混战导致

川边欠饷数月，据《浙江兵事杂志》记载: “川边军队自 ( 护国) 军兴以

来，毫未领饷。至今共欠饷八个月军饷，其余往年之饷也未领清，故军队

均不甚服从，数月以来，刘锐恒屡次委曲求全，逐渐形成兵横将弱之现

象。”③ 可见，川内局势的好坏对川边稳定有较大的影响。

( 二) 边饷不足

川边贫瘠、物产甚少，地不足以养民，民不足以养官，更无力以养

兵。④ 自首任川边镇守使张毅以来，川边军费靠川内接济，政费就地自取。

川局混乱，协边经费时间无定，多少不一。

川边边军十一营积欠饷款自尹昌衡时期就已经出现，张毅任内不承认

尹昌衡时期的欠饷数目，然而张毅任内应给之饷，因饷源不继，也未月清

月款。⑤ 陈步三叛乱期间，粮道梗阻，各统领设法挪济，得免无事。刘锐恒

任期内借商民款项以应付欠饷。至于粮饷军需，由于边外各县粮赋不能接

济，三统 ( 统领、帮统、分统) 则请镇守使运援，或稍迟误，立称边军哗

①

②

③

④

⑤

《刘锐恒致政事堂等电》 ( 1916 年 3 月 20 日) ，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

局，1984，第 436 页。
《刘锐恒致政事堂等电》 ( 1916 年 3 月 20 日) ，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

局，1984，第 436 页。
《纪炉城兵变事》，《浙江兵事杂志》1916 年第 30 期。
冯有志: 《西康史拾遗》 ( 全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1994，

第 83 页。
《川边军事之近况》，《申报》1915 年 9 月 4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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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① 1914 年 9 月陈步三兵变重要起因就是欠饷。刘锐恒期间，欠饷累积，

士兵日益不守纪律，长官命令难执行，最终导致 1916 年 8 月 31 日驻炉城第

十一营营长傅青云兵变。由此可知，粮饷为收拾军心的重要因素，欠饷动

摇军心，易引起兵变，欠饷问题是影响川边稳定的重要因素，欠饷问题的

解决也是历任川边镇守使的重要挑战。

( 三) 交通梗阻

川边陆路交通完全以牛马代步，公务人员进关内需提供乌拉，一遇军

事活动，官商人民交困，百姓承受交通乌拉之痛。民国元年以后台站撤废，

往来者要么投宿村庄要么露宿道旁。邮局和电讯业务滞后，公务信件邮局

投递时间过长，有线电报边地久已失修，加上在战乱和 “陈步三兵变”中

被割毁，只剩下雅安至康定一线。

川边镇守使署与各县之间道路信息不畅通，影响川边政令的传达，川

边防地四千余里，交通梗滞，“一文牍之往返，动必经年”②。交通滞后还影

响军粮转运，边地偏僻，运道艰难，自四川省领运军粮到驻防地点约需两

月。军粮从内地购买后运输到川边，每月按规定交各军长官乘领自运，而

转输困难，失耗甚多，每每缓不济急。③ 交通不便还加重康民的乌拉差役负

担，不肖官吏过度支取乌拉，导致牛马倒毙甚多。此外，川边交通滞后，

边民与内地几乎隔绝，束缚了边民的眼界和思想，与内地相比边民还是用

落后的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社会生产力低下。这些必然给川边治理带来较

大的困难。

总之，刘锐恒在任期间对川边采取了若干治理措施，如善后 “陈步三

兵变”事件、整编军队、整治田赋征收积弊、设立收支课员等，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川边稳定。然而，1915 年底护国运动爆发，1916 年滇军控制四

川军政大权，刘锐恒被迫离职，在其镇守使篆务交接时期炉城还发生了

“傅青云叛乱”事件，刘锐恒有失责之嫌。由于其在川边主政仅一年，各项

①

②

③

查骞: 《边藏风土记》 ( 卷三)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第 14 页。
吕国璋: 《道孚公牍》，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 上) ，

巴蜀书社，2006，第 252 页。
《刘锐恒陈述所拟川边征粮办法电》，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 ( 1912 ～ 1916) ，天津人民

出版社，1987，第 510 ～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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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康措施来不及完全付诸实施，再加上川内局势不稳、边地欠饷、交通梗

阻等因素的制约，刘锐恒在任期间川边治理的整体成效并不显著。

刘锐恒担任镇守使时，已年过六十，综观其一年任职表现，后人对其

评价多为平庸。如西康屯垦使 刘 成 勋 对 其 评 价: “前 清 武 职，本 无 边 材

( 才) ，且年老倦勤，边军统领对其轻视，经常逼索欠饷，并以溃变之名恫

吓他。刘锐恒没有良策应对，只能为诸统领求升阶、求勋章，结其欢心，

以保无事。”① 显然，刘成勋对刘锐恒的评价较低，刘锐恒为官兵和知事

“求升阶、求勋章”也是基于他们的实际成绩，以示激励。而 1917 年 12 月

18 日的《申报》评价: “刘锐恒镇边年余，烽燧无惊，民夷安堵，治绩之

盛，至今称之。”② 当时康藏边界确实处于稳定状态，但刘锐恒“治绩之盛”

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又川边财政分厅厅长陈启图对其评价: “刘锐恒为人

质朴无文，近代军事非其所长，政治又无经验，在职一年半，正值洪宪帝

制事件之间，边境又安，无所事事，故记载较少，边境之幸事”③，陈启图

对刘锐恒的评价一般，但尚不至于 “无所事事”。值得一提的是，刘锐恒任

内想办法接济川边军队粮饷，所以川边军队对刘锐恒的感情 “颇为不恶”④，

尤其 1916 年 6 月刘锐恒在“不安其位”的时候，仍赴成都候饷，仅此还是

值得称道。

( 裴儒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②

③

④

刘禹九: 《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张羽新、张双志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 ( 第 14
册) ，学苑出版社，2005，第 237 页。
《殷承 退后之川边泪》，《申报》1917 年 12 月 18 日，第 7 版。
陈启图: 《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载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 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第 211 页。
《纪炉城兵变事》，《浙江兵事杂志》1916 年第 3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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